
作文在语文考试中占据着
举足轻重的地位。考生备考时
要重视对素材的积累和对写作
技巧的提升。考生可建立个人
素材库，收集优秀范文以及时事
热点等相关内容；同时要掌握常
用的写作技巧，例如凤头豹尾的
写法、有力的论证技巧等。建议
考生每周至少完成一篇作文练
习，并主动请老师批改或和同学
交流，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

改进。具体备考方法如下。
积累素材：考生可按初中学

考常考主题，如亲情、励志、成
长等，对素材进行分类整理，内
容可包括名人故事、社会热点、
个人经历等；同时要坚持每天抄
写优美的开头、结尾、过渡句和
名言警句，并明确其适用的写作
场景。

练习写作技巧：考生要熟悉
不同作文题型的写作要求，熟练

运用文章的三段式结构，即开头
吸引人、中间逻辑清晰、结尾点
题升华。此外，考生要注重用词
的准确生动，避免使用空洞词
汇，融入真情实感。

反复修改完善：考生在完成
写作后，要从文章立意、语言表
达、整体结构这三个方面进行检
查，查找不足之处，可积极寻求
老师或同学的意见建议，进行有
针对性的改进。

积累素材 写作技巧有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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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下学期语文备考每月复习重点

编者按：新学期开始，初三生将步入初中的最后一个阶段，如何在有
效时间内学有所成，在初中学考中交出一份令自己满意的答卷？本报从
本期开始特别邀请各学科辅导教师，为考生复习备考提出规划和建议，希
望对考生有所帮助。

锚定目标 夯实基础 统筹规划
北京师范大学三帆中学朝阳学校 赵宏

进入初三下学期，语文学习呈现出新的特点和挑战：知识体系更加系统化，考查内容更

加综合，对考生的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同时，考生还要面对其他科目

的复习压力，如何合理安排时间、提高学习效率成为关键问题。

基础知识积累：基础知
识是语文学习的根基，包括
字音、字形、词语运用等内
容。复习时，考生应注重积
累和辨析，建立错题本，及
时总结易错点。对于常考
的字词，考生要掌握其正确
读音、写法和用法，特别注
意多音字、形近字和成语的
运用；还可整理往年考试中
的易错字词，重点突破。考
生可以通过制作知识卡片、
进行小组互测等方式，提高
记忆效率。

古诗文积累：古诗文是
语文考试的传统重点，考生
备 考 时 要 注 重 背 诵 和 理
解。对于必背篇目，考生要

做到熟记于心并能准确默
写；可以通过制作思维导
图、开展诗歌朗诵等方式，
加深对古诗文的理解和记
忆。与此同时，考生要将课
本中的文言文熟读成诵，特
别是那些易考的句子，弄清
重点词语的含义和用法；还
可阅读简单的课外文言文，
培养语感。

语法与修辞：考生要注
重语法知识的梳理与运用，
包括词性、句子成分、复句
类型等，并结合往年考题强
化练习；同时，要熟悉比喻、
排比、拟人等修辞手法的使
用场景，在练习中强化识别
和运用能力。

时间段

2月初至3月中旬

3月中旬至4月底

5月初至5月中旬

5月中旬至6月初

6月初至初中学考前

复习内容

基础知识巩固与提升

阅读理解专项训练

写作训练与素材积累

模拟考试与错题分析

全面复习与攻克薄弱环节

模拟考试与应试能力提升

考前冲刺与心态调整

时间安排

每周安排4小时，复习字词、成语、语法等

每周安排3小时，提升阅读速度和答题准确率

每周安排4小时，学习写作技巧，积累写作素材

每周安排2小时，进行模拟考试，分析错题原因

每天安排1-2小时，全面复习语文知识点，重点攻克薄
弱环节

每周至少进行1次模拟考试，提高应试能力和心理素质

每天安排适量时间进行复习，重点回顾错题和易错点，
保持良好心态

2 月是备考的起步阶段，考
生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复习教材
内容，按照教材顺序，系统梳理
各单元知识点，重点复习基础知
识，如字词、成语、文学常识等；
同时要着手积累作文素材。这
一阶段，考生要注重打牢基础，
为后续的专题复习做好准备。

3 月进入专题复习阶段，考
生可重点攻克文言文和现代文阅
读。在复习文言文阅读时，考生
要积累常见的实词、虚词和句式，
熟悉古代文化常识；复习古诗文
要注重背诵和理解，掌握常见的
诗歌鉴赏方法；在提升解题技巧

的同时注重培养语感；在复习现
代文阅读时，考生要掌握各类文
体的基本知识，比如记叙文的六
要素、说明文的说明方法等。

4 月是强化训练阶段，考生
可重点进行模拟考试和作文训
练。通过模拟考试，考生要熟悉
考试流程；作文训练时，要注重
提升写作技巧，如构思方法、材
料组织技巧等。这一阶段，考生
要注重提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
力，提高应试能力。

5 月是冲刺阶段，考生可重
点进行综合复习和查漏补缺。
通过综合练习，考生要着重提高

解题速度和准确率，以增强应考
信心。针对自身薄弱环节，如阅
读理解的某类题型或部分作文
题材等，考生可有针对性地进行
强化训练。

6 月是最后调整阶段，考生
重点要进行心理调节、训练考场
答题技巧。适度放松可缓解压
力，考生考前要保持良好状态，
以最佳心态迎接初中学考。这
一阶段，考生可将复习重点转向
错题回顾和知识梳理，不再练习
大量新题，同时熟悉考试流程和
考场注意事项，做好充分的考前
准备。

制订计划 抓住重点效率高

注重积累 夯实基础最重要

阅读是语文考试的“重
头戏”，涵盖现代文阅读和
文言文阅读两部分。在现
代文阅读中，考生要注重提
高快速阅读和信息提取能
力，掌握各类文体的阅读技
巧；文言文阅读则需要考生
日常积累常见实词、虚词和
句式，熟悉古代文化常识。
建议考生每天坚持练习一篇
阅读，培养语感，提高解题速
度。具体备考方法如下。

分题型突破：针对说明
文、议论文、记叙文等不同
文体，考生要分别训练寻找
中心句、分析论点论据、把
握文章情节等能力。

提高解题技巧：考生要
学会运用关键词定位法，快
速定位答案；同时在日常做
好摘抄和读书笔记，积累优
美语句和典型人物分析用
语，并将其转化为自己解题

的语言素材。
增强语境意识：在备考

过程中，考生要注重培养自
己的语境意识，学会从文章
整体结构和具体内容中抓
取关键信息，从而准确理解
文章的主旨和作者的写作
意图。

提高情境分析能力：对
于语言运用题型，考生要加
强对情境分析能力的训练，
学会根据情境特点和要求
进行构思和表达。训练这
项能力，考生可通过多读、
多写、多练来实现。

注重积累与应用：在日
常学习中，考生要注重积累
词汇、句型和表达方式，以
便在答题时能够灵活运用；
同时要关注社会热点和时
事新闻，拓宽视野，增加知
识储备，使语言表达与时
俱进。

掌握技巧 阅读提分有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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